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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水管网改造：如何吸纳资金顺利推进？ 
 

本报记者  牛建宏 
 

  最近，建设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印发《全国城市供水管网改造近期规划（2006年～
2007 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供水管网改造规划》）的通知，要求切实做好《供水管网改造规划》的实
施工作，加大城市供水管网改造的投资力度，确保 2007年前完成城市供水管网改造任务。  
  有关供水管网的改造，据了解，早在 2000年 11月，国务院在《关于加强城市供水节水和水
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》中就要求：对运行使用年限超过 50 年以及旧城区严重老化的供水管网，
争取在 2005年前完成更新改造工作。  
  随后在 2003年 8月，建设部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节约用水和保证供水安全工作的通知》
中进一步提出，北方缺水城市要加快城市供水管网改造进度，力争在 2004 年底前基本完成。紧
接着，当年 9月，建设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下发《关于加快城市供水管网改造的意见》，
城市供水管网改造的目标和任务进一步明确。  
  可以看到，两年来，各地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，组织开展了城市供水管网改造工作，并取得

了明显的成效，提升了供水设施水平，保障了城市安全供水。据对 23 个省区的不完全统计，截
至 2004年底，23个省区累计实施城市供水管网改造规模总计为 4408.8公里，共完成投资 46.6亿
元，其中国债 14.2亿元。据 55个城市提供的资料，供水管网漏损率平均下降约 8.96个百分点。
按照 55个城市 2003年自来水供水企业供水量 34.89亿立方米推算，年节约水资源合计约 3亿立
方米。  
  但是，在取得显著成绩的背后仍是严峻的现实，供水管网依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：即管网

老化，管材低劣，施工技术落后；供水管网非正常工况运行。  
  如一些城市尤其是老城区，供水管网铺设时间大多在 50 年以上，管材质量差，长期超限运
行，年久失修，老化严重，造成爆管以及各种形式的明漏、暗漏。这部分管网约占全部管网长度

的 6.2%。  
  现有供水管网中，灰口铸铁管占较大的比重，大多数城市达 50%以上，个别城市甚至达 90%
以上，腐蚀严重；抗压强度低，爆漏事故频繁发生，管网漏损逐年增加。根据对 184个城市的不
完全统计，2000年～2003年因爆管停水的事故达 13.7万次，管网水质发生二次污染达 4324次。  
  同时，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，一些城市将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的供水管网进行联网供水，

出现了管材混杂的情况，承压标准较低的管段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，爆管事故增多。一些城市中

心区或局部地区供水管径偏小，成为供水瓶颈，供水压力明显不足，断水现象时有发生，给居民

用水带来不便，群众反响强烈。  
  据统计显示：在非正常运行的主干管中，严重老化、材质低劣、施工技术落后、供水增加超

负荷运行，以及水源改变超负荷运行的管网分别占 37.0%、32.8%、17.1%、8.2%和 4.9%；在非正
常运行的其他管网中，严重老化、材质低劣、施工技术落后、因供水增加而超负荷运行，以及因

水源改变而超负荷运行的管网分别占 35.4%、33.1%、17.1%、9.0%和 5.4%。  
  所有这些问题，都为城市供水管网改造增加了难度。据去年建设部调研、编写的《东北地区

城市供水管网改造情况调研报告》显示，东北地区各城市供水管网历史欠账多，供水管网长期处

于超负荷运行状态。仅辽宁省 16个 2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，需更新改造的城市供水管网就有 2397
公里，占管道总长度的 18%。但目前，东北三省完成供水管网改造量 935公里，仅占规划改造量
的 16.2%。“有限的国债资金和地方财政投入相对于庞大的改造资金需求还只是‘杯水车薪’。城
市供水企业由于长期亏损运行，自身无力拿出更多资金用于管网改造，而企业融资大多依靠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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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款，渠道狭窄，方式单一，企业筹资困难。同时，一些地区多数城市水价偏低。”有关人士这

样分析制约城市供水管网改造的几大因素。  
  如此看来，城市供水管网改造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仍然需要各地区、各部门的领导者充分认

识其重要性，认真实施规划；仍然需要国家统筹安排地方财力，加大资金投入，供水企业多渠道

筹措资金；仍然需要充分利用市场化机制，大力推进供水水价改革，积极吸纳社会资金参与来完

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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